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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辑录了数十篇李大章的战友、部下，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以及他的亲人们的回忆文章。
　　李大章青春韶华便走出家乡，远赴法国求学，在异国他乡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代，他受党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救国战争和
民族独立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自己的家乡四川省当了20多年的省领导，为家乡的建设、人民的福祉，
呕心沥血，建功立业。
　　这本纪念文集，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连缀出一个忠诚的革命者的人生篇章，她如同
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同时反映了整个中国革命时代的光辉，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的一往无前的气势和能
量。
因为这个党是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儿女们铸成。
　　李大章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岁月的流逝可以使许多色彩斑斓的画面变得模糊甚至销蚀，却也
可以让黄金依然炫目。
岁月可以使生命结束，同样可以使精神永存。
而且，经过岁月打磨的精神更加光彩和值得珍惜。
　　这本纪念文集因为各种原因晚出了三十年，感谢党中央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才使
她今日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正所谓：历史是公正的，但历史需要时间。
　　时隔30年，与李大章同时代的战友、同事大多数都已不在世了，今天写这些回忆文章的李大章当
年的部属、秘书们也已是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
回忆，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多少功利色彩的至诚之言，是埋藏在心底里的话，尤显珍贵。
虽然这些被回忆起来的人和事，都是极为有限的，但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描绘着李大章留在他们心中
的印象，可以帮助我们去寻访他的足迹、去勾画他的身影，像一滴滴晶莹水珠映射着太阳的七彩光辉
。
　　李大章是个普通的人，也是一个优秀的人。
他的普通在于，他忠实于做人的本分，承担命运交付给他的责任，与普通人一样去品尝属于他自己的
那份喜怒哀乐。
他的优秀在于，当国家、民族处于灾难的深渊时，他自觉自愿地选择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为国为民，
虽披肝沥胆，在所不惜，虽九死一生，无怨无悔；当他有能力去为自己的国家、社会、人民谋取福利
时，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李大章身上体现着与他同时代的许多革命者共同的精神特质，那就是我们今天千呼万唤的奉献
和牺牲精神，对祖国、对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道义感。
时代不同了，社会前进了，虽然一代人只能做好一代人的事情，但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种精神应当
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李大章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那就是他的善良、宽容和厚道，他的淡泊名利，他对挫折、苦难和
委屈的忍耐力。
他对人的善意和尊重，像冬日的阳光一般温暖，这是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的。
他把人民放在心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关注民生问题。
即使“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他首先顾及的仍然是将四川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损失减
到最小，为了保护更多的干部出来工作，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历史的长河如大浪淘沙，一切的功名利禄、是非恩怨，最终都会被冲刷殆尽，只有一种东西可以
沉甸甸地留下来，那就是一个人的良心。
在这本纪念文集中，我们可以看见李大章捧给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是一颗鲜红滚烫的心，那也是一颗
忠诚无私的心。
　　人世间本没有永生，但逝者却可借助生者得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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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将深深的思念，轻轻地书写在白云上，让它随风而去，飘洒在有缘者的心上，愿老一辈的
革命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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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远去的背影：李大章纪念文集》分书写在白云上的思念、深切怀念李大章这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他从一九七六，走出家乡，到回国参加大革命的血雨腥风时期，到巍巍太行
的悲壮历程，再到茫茫雪原，开辟牡丹江根据地，主政川南，困难时期，以及最后十年之间的故事，
第二部分收录了非常的岁月、非凡的工作、一个忠诚的革命老战士、留在太行山里的故事、七位老同
志忆大章、德高望重风范长存等几十篇人们对李大章的回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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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亲在北京去世那年，我儿子还不到两岁。
那时我在成都工作，将他放在我父亲身边，享受二老的宠爱，也让年迈的父母享受一点天伦之乐。
1976年5月1日劳动节，距父亲第一次突发脑血栓已两个多月，他正在逐渐康复中。
这天他特意从医院请假回家半日，带着小外孙坐上他的“大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转了一圈，为
小外孙指点着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他最热爱的地方。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他好像是在向这一切告别。
回来时孩子跌了一跤，额头上鼓起一个包，外公一边揉一边念叨：不哭不哭，娃娃摔了个“五一包”
。
两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这温暖的一页清晰地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就像发生在昨天。
　　如今儿子已过而立之年，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外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回答说：“是个老实人。
”他不以为然，说：“外公当到这么大的官，难道一个老实人就能概括了吗？
”儿子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耳濡目染中既有百姓对生活富裕起来的满足，又有对官场腐败的痛
恨。
他们身后的文化背景涂抹着中西错杂交融的色彩，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失之于零碎和片面，对事物的认
识受时代和环境左右。
他不了解，中国真的有过这样一代共产党人，他们的本质就是对祖国对人民忠诚老实。
　　我明白，现今没有多少人还愿意当个老实人，老实在许多人眼里是无用的别名，恐怕也是当不了
什么“大官”的。
但我相信一个老朋友的话：“历史最终淘剩下的还是老实人，人们心里记住的好人还是老实人。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好人。
他一生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做事，不为一己私利，不怕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吃得起亏受得起委屈。
他首先是个有信仰的革命者，一个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
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在他心目中不过是为党和人民尽忠尽职的领导者罢了。
父亲属于开国打江山的一代人，他们的遗产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是他留给儿女们的，既无钱财也无
地位，只是精神信仰、道德情操、天理良知。
这些精神财富让我们一生受用不尽。
我写下对父亲的纪念正是为了让我的子孙了解自己的祖辈，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革命者的后代，心中
要有理想，肩上要有担当。
无论时代变、地位变，老实做人的秉性不能变，认真做事的原则不能变。
　　1975年10月21日，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邓小平上书毛泽东主席：“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到主席
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后的反映简报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
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此事由吴德同志主持进行。
”另外，还议了人大常委会领导人的增补事宜。
　　在此之后，邓小平召见我父亲，宣布中央决定调任他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中央将调赵紫阳同志去四川抓全面工作。
我父亲对邓小平说：我完全支持中央起用更年轻的干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但我已经75岁了，而且对四川的情况很了解，我愿意就地退到第二线，协助新领导同志工作。
只要我退下来，相信可以带动四川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有助于党培养接班人，让青年干部顺利走
上各级领导岗位。
但邓小平同志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告诉我父亲，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央统战部有许多重要工作
将要提到议事日程。
统一战线工作本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文化大革命”这10年来，统战工作遭到全面冲击，统战
部形同虚设，许多重要工作无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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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的各项工作都要逐步走上正轨，全国政协会议也要尽快恢复召开。
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协商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几十万右派摘帽问题，一件件都要提上议事日程，这
个位置需要一位处事稳妥、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党中央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老人家在这年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告别他的家乡，告别他工作近30年的岗位，告别他共
事多年的同志和他热爱的朋友乡亲们，到北京接受一副更重的担子。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风云突变动荡剧烈的一年，一个接着一个震撼人心震惊世界的大事集中在
这一年发生。
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领袖相继去世。
这一年，我的家庭也失去了我们的主心骨——我敬爱的父亲。
　　1976年1月8日，北京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去世了。
我父亲默默地流着泪，去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去人民大会堂向总理志哀，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更沉
默了。
总理是他一生巾最敬重的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那时他们都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在法
国巴黎意大利广场边上那个小咖啡馆楼上，共同创办一份年轻的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刊物——《少年
》（后改名《赤光》）。
他们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间里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总理长我父亲2岁，我父亲又长邓小平4岁，总理待他们就像兄长一样。
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
总理的人品、才干、操守，尤其是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深为父亲敬佩。
总理对父亲也一直十分信任。
那是一种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兄弟般的情谊。
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在心情压抑和悲痛的时候总是选择沉默。
现在，他的哀痛、他的悲伤只能用沉默来表达，他一连几个小时在房间里、在走廊上默默地踱步，长
长地叹气。
家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谁也不敢高声说话。
　　当时的政治气候冷到冰点以下，“四人帮”在高分贝地“批林批孔批周公”，邓小平面临再次被
打倒的边缘。
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有所恢复的工作秩序，在“四人帮”的兴风作浪下再度深陷乱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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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远去的背影：李大章纪念文集》辑录了的数十篇文章，都是李大章的战友、部下，在他身边工
作过的同志以及他的亲人们的回忆文章，她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连缀出一个忠诚的革命
者的人生篇章，她如同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同时反映了整个中国革命时代的光辉，反映着中国共
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的一往无前的气势和能量，让我们看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儿女
们如何铸成我们伟大的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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